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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学与经济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教育是人最伟大的创造。教育因要传递智慧，必与智慧之学的哲学密切联系。当
哲学以文本的方式留存下来的时候，人类的智慧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条件。哲学因教育的

存在而必然产生，教育因哲学的存在而必然繁荣。同理，哲学是人的哲学，经济是人创造的经

济，都是属于人的。即人创立哲学，创造智慧，又将智慧用于经济，推动经济发展。大学与经

济之间是相得益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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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是属于人的，是伟大的创造，也是古老
的创造，它又在现代化的今天闪射更为耀眼的光

芒。人用自己创立的教育，照亮了自己前行的康

庄大道。教育给人以智慧，在给予之中教育自己

也获得了智慧，于是有了教育哲学。

人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需要各种各样的智

慧，从而，有了各种各样的哲学。这些哲学又给

在各种各样活动中生活的人们以智慧。如此这般，

教育、哲学、智慧与人就形影不离了。人需要智

慧，也就需要哲学。当哲学以文本的方式留存下

来的时候，人类的智慧就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更好

条件。

人类文明史相对于整个人类史十分短暂，可

是，在这短暂的五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大踏步前

进了。这五千年，人类所积累起来的知识，远远

超过了此前漫长人类历史的总和。这是因为文本

的出现，可隔代相传了，从而也越积越厚了。

在这个相传的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便是

教育。教育自身的伟大也源于此。

哲学教育当然与教育哲学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哲学教育从哲学产生之时就有了，已有两千多年

的历史了。教育哲学的诞生，到现在还只有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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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教育学至今快四百年了，然而，教育哲学

晚了两百多年。我曾指出，任何与一定的学科相

联系的哲学，都不是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

又正因为是生长出来的，所以有个过程，所以需

要时间，或长或短。从教育学到教育哲学，从高

等教育学到高等教育哲学，从课程学到课程哲学，

从语言学到语言哲学……概莫能外。

与哲学活动最密切联系着的是教育活动；

与作为学问的哲学最密切联系着的是教育学。

这种联系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教育要传递智慧，

因而必与智慧之学的哲学密切联系。因而还可

以说，哲学与教育之间的这种联系，具有天然

的性质。

由此，我还建议所有从事教育管理和教学的

人们尽量知晓一些教育哲学的知识。原因很简单，

从事教育活动就需要有教育智慧，而这种智慧的

学问就在教育哲学里。在各行各业中，从事教育

这一行业的人数比重之高，可能是位于前列的。

这样，教育哲学的影响和意义，也就特别重大。

人是能够变得越来越智慧的，教育在这个 “变”

的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教育哲学又有着

特殊的作用。

由此，我还觉得，无论什么性质的学校，无

论什么学校的什么专业，最好都开设教育哲学课

程，或必修或选修。语言文学专业的，除学语言

哲学外，还学学教育哲学；学艺术专业的，除学

艺术哲学外，也学学教育哲学；如此等等。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此话

的来源，我不知晓。我猜想，这与工业时代有关。

但是，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所以，我想补

充一句：“学好文史哲，天上地下都晓得”。没有

一流的文，就难有一流的理；没有一流的理，就

难有一流的工。文理工，既是历史的顺序，又是

逻辑的顺序。

当前，国家正在开展 “双一流”建设。一流

的大学，一流的学科，需要有一流的师资；一流

的师资需要开出一流的课程；所有这些，需要有

一流的管理，这是一个系统。并且，在这个系统

中，决定性的条件是一流的管理。

古希腊人把哲学、智慧与神话视为一回事。

所谓古希腊神话，最神的就是它拥有了哲学。实

际上，古中国也有自己的神话，而最神奇的，依

然是哲学。今世的人们仍可以创造新的神话，只

是这种神话的创造，更加有赖于教育了。

实际上，今天世界上的高水平大学，是无论

如何不能缺少了高水平哲学的，还有被古希腊人

充当哲学的数学的高水平。今日，有了高水平哲

学和高水平数学，整个大学就可以是高水平的了；

否则别的东西水平再高，整个大学的水平未必高。

与此相应，就是以哲学为核心的高水平文学院和

以数学为核心的高水平的理学院。有了这两大学

院，大学就可自由翱翔，展翅高飞。

哲学因教育的存在而必然产生。若今日之教

育未能产生出哲学或推动哲学的发展，那就偏离

教育的必然之道。这样，哲学就成了教育状况的

基本标志。

教育因哲学的存在而必然繁荣。若今日之哲

学未能使教育繁荣，那就是哲学本身出了问题，

或生病了，或萎缩了，或失去活力了，哲学对教

育无所作为了。

人类的今天，在各种活动中都可以创造新的

神话，但这种创造都离不开教育与哲学。教育这

种最古老的活动在今日要焕发出青春，就依托于

经济了，依托于科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

而其所依赖的，依旧是哲学。哲学若衰老了，教

育的青春何在？哲学在今日社会的各个方面的作

用，更为显著，更加举足轻重了。哲学在今日人

类活动的地位更加全面、更加深远了；教育亦更

加影响巨大了。

我们再说说经济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是人的哲学，经济是人创造的经济，都

是属于人的，人创立哲学，创造智慧，又将智慧

用于经济，推动经济发展。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对于知识

的要求是有很大不同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对知

识的要求越来越多，当然对于智慧的要求亦必然

越来越高。智慧凝结在产品上，工业产品较之农

业产品凝结得更多；信息产品上所凝结的智慧最

多。相对应地，不同类型的经济，对于教育的相

依关系也在发生很大变化。

有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即我们中国在从１２世
纪直至１９世纪上半叶，在这长达６００年的历史上，
中国一直拥有世界第一经济体，然而，中国晚至

１９世纪末的几年里才有了大学；可是，那时相对
于在经济上落后中国很远的欧洲，早７００多年前就
有了大学。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为什么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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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经济说不上有什么正相关？

即使在美国，１６３６年时，还没有美国国家，
那片土地也是经济十分落后的，却有了哈佛大学，

随之有了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创建人为一牧师，

耶鲁大学的赞助创办者为一商人，普林斯顿大学

由四位牧师创建，斯坦福大学是一对夫妇为纪念

其因伤寒去世的儿子小利兰·斯坦福而创建。然

而，中国直至１８９５年才有了大学，较哈佛晚了近
２６０年。那时在经济上远落后于中国的美国，却早
两百多年有了大学。

这个长长的历史，无论是博洛尼亚大学还是

斯坦福大学，仿佛说明经济发达与大学创建的动

因，并无什么联系。当今的人们，对于这个历史

会相信吗？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由得你信还

是不信。我们只能直面历史，去认识历史，阐释

历史。由此而从历史中获得知识和经验。

这个历史首先说明大学并非经济的产物，用

经济的观点、政治的观点乃至知识论的观点，都

无法说明大学为何出现。还是我本人的生命论观

点更能说明问题。大学是人的产物，是人的需要

的产物，是人的需要向上发展的产物。至于说大

学是社会的产物，是政治、经济的产物，这种

“产物论”更无法说明大学的来源。

从１２世纪到１４世纪的两百多年里，经济上尚
落后于亚洲的欧洲，大学几乎遍地出现，从意大

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从博洛尼亚大学，到巴

黎大学，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到海德堡大学

……这些大学的出现，与当时的经济也没有什么

关系。这一历史事实，一方面，说明在农耕时代，

大学与经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

说明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理解具有决定性影响。

附带讨论一下：书院算不算大学？若算，那

么中国大学的历史就不是百多年，而是千多年了。

书院不是大学。为什么呢？大学具有三特征：学

问的高深性、教育性、专门性。书院缺的就是专

门性。具体来说，书院不下设专业或相关的下属

专业教育机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它没有二级

学院。

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除

了传递高深学问、教育学生外，它划分了专业，

由四大学院体现出来，即由文学院、神学院、法

学院、医学院所体现。

越过农耕时代，经过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时

代以来，大学与经济的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是英国。由于工业经济的需

要，大学需要培养专门技术人才，大学只有自由

教育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专业教育出现了。自由

教育即重自由知识 （即重原理性知识）的教育。

自由教育来自古希腊教育的传统，这种传统对欧

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近代以

来欧洲的复兴与繁荣都跟这一传统的影响有关。

作为自由教育的忠实捍卫者的英国教育家纽曼起

而应战，迎接来自专业教育的挑战。他无法阻止

专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时势比人强”这句话在

这里讲得上。于是，他只能在自由教育与专业教

育之间进行调和。此刻，纽曼兴出了一个通识教

育，以期平衡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

其主要倾向还在于维护自由教育，维护教育之

童心。

自由教育和专业教育不都是为了人吗？区别

就在于，自由教育直接为着人，为了人的自由，

为了让人成为自由人。人在经过专业教育而拥有

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之后，自由增多了，然而，这

一目的具有明显的间接性，其更直接的目的是功

利的。人也是少不了功利的，只是要避免陷于功

利主义。发展到了 “主义”的底部，人自身就会

受损害了。事情往前多走一步，性质就可能发生

变化。

什么叫通识？把这两个字一倒就可以说明一

些问题了。识通，即识那些通用的知识，更普遍

管用的知识；从正面说，通识就是所有学生通统

都要去识的。从字面上讲很简单，一方面是去识

通，另一方面是通统去识那些最必须去识的知识。

从自由教育到专业教育，是工业化进程中的

必然趋势。

中国是工业化来到得较晚的国家。这在客观

上也让自己难以感受到大学的必要。在大学教育

上，整个亚洲都晚于欧洲的发展。这与文艺复兴

优先发生在欧洲也有关联，与地域文化传统亦必

有关联。其实，到了东欧就不及西欧了。乃至于

俄罗斯最早的莫斯科大学，也晚至 １８世纪中叶
之后才出现。较之西欧最早的大学也相距六百年

左右了。文化的流动与迁徙，比人口的迁徙还

缓慢。

欧洲是工业革命最早开始的地方，年轻的美

国，是信息革命最早开始的地方。后来居上，在

这个年轻的国度里，在这个善于学习的国度里，

体现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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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到来，让经济发生了更为巨大的

变化，让经济与知识、经济与大学、经济与哲学

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经济即知识经济时

代，显然更需要依靠知识了，从而更需要依靠智

慧、依靠哲学了。当然也更依靠高等教育了，依

靠智慧的开发。这是一种相互的，却不是对称的

关系了，大学的作用具有了主导的性质，具有决

定性作用。

具体说来，那些经济必须紧靠大学，距离远

了还不行，远了成本过高。无论是人才来源和技

术的开发，都离不开大学。比如，硅谷就必须紧

靠斯坦福大学、旧金山大学、洛杉矶大学、ＣＩＴ、
伯克利分校等；同样，波士顿经济区必须紧靠哈

佛、ＭＩＴ。这是普遍的道理，中关村经济区必须紧
靠北大、清华；珞珈山经济开发区必须依伴武汉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依赖大学，这就是信

息时代的特点。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信息经

济率先到来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水平

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学与经济之间是相得益

彰的关系。

相继于美国，英、法、德等发达国家，也进

入到了信息经济时代。时下，我们的国家的工业

化尚不充分，距信息经济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

我们要有所准备，未雨绸缪。我们有了足够的准

备吗？还有令人忧令人愁的地方吗？我们知晓未

来必然要依靠大学乃至依赖大学吗？而我们的大

学是可以依靠、可以依赖的吗？

这与我们注重了工匠精神而尚未充分注重哲

学精神有关吗？哲学在哪里呢？哲学的重要安歇

地就在大学。在大学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若生长

不出哲学来，就会愧对了经济，愧对于我们自己，

愧对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智慧凝结在哲学上，

又流进到工匠活动中，进入人的日常生活。哲学

精神与工匠精神息息相通。

我在不少的地方论证过职业精神与哲学精神

的关联。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从事各自的职业，

未必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专事于哲学。然

而，万分之一是不可或缺的。这个万分之一是起

引领作用的。不是那些哲学家想着要去引领，而

是自然地起引领作用。如果他们真想着去引领，

他们或许就成不了哲学家。哲学家是不能失去为

哲学而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那颗纯净的心的。

他们的心越纯净，意味着他们对哲学越虔诚，从

而越有可能获得更大成就。

人们常说古希腊神话，其实，它最神的就是

产生了哲学。古代中国人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

这个神话不是别的，仍然是哲学，以孔孟老庄为

代表的哲学家的哲学。１７、１８世纪以来，英法也
创造了神话，那神话依然是哲学。１９世纪的德国
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而他们主要

依靠的，还是哲学神话。２０世纪的美国成了世
界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它所依靠，仍不出其外

的还是哲学，全世界几近百分之六十的哲学家

云集于美国，百分之六十的哲学刊物，为美国

所创办。

我们的中国，在２１世纪无论如何要迎来自己
哲学的春天。这无须别人提醒，唯有我们自己提

醒自己。就经济而谈论经济，是走不了多远的。

物质生产从来都不能脱离精神生产；而且，精神

生产在 ＧＤＰ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个精
神生产包含极其广泛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哲

学的生产具有崇高的地位。不是哲学自己想崇

高，而是其他领域里的人都会公认哲学的这种地

位的。

（责任编辑：赵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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